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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运气角度初探新冠肺炎疫情的转归※

● 李 良 1 程志鹏 2 王兴臣 3▲

摘 要 基于中医“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根据运气学说推演，武汉地区最先爆发的新冠肺炎

（2019-nCoV）疫情是天地阴阳不交的特殊大环境下的特殊产物，不属于普通六邪范畴，疫情将随着天

气变化发生转归，在天地五行之气归位之后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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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

认为，人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有着

密切联系，自然界的四时气候的变

化是人体生命发生、存在的重要条

件。《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夫自

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

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

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当

天气反常，五行之气不遵行规律次

第相承，出现乖戾反常现象，人体

不能适应外界气候变化的时候就

会导致疾病的发生。《素问·至真要

大论》曰：“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

寒暑湿燥火之化之变也[1]”，强调了

疾病与气候密切相关，而气候产生

于天体的运动变化。古人在长期

的实践中发现了天体运动变化有

着一定的周期，将这个周期变化与

疾病发生的周期变化联系起来，逐

渐发展出了五运六气学说。疫病

的发生与气候变化有着必然联系，

也有一定的周期规律可循。通过

运气学说了解气候的周期变化，可

以把握疫病的发生规律。

1 引起新冠肺炎的疫气

不属于六邪范畴，是天

地二气阴阳不交的特殊

产物

根据五运六气理论，当五行不

运，加之天地阴阳二气不交时，则

可能发生疫情。己亥年全年土运

不及，年末的时候脾土承压受克，

至终之气，形成了天地清气不升，

浊气不降，阴阳不交的特殊环境，

此时六气不应五行，五行之气流通

运转出现障碍，发生了本次新冠肺

炎疫情。诚如《素问·六微旨大论》

所讲：“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

邪则变甚，正则微”，“气有胜复，胜

复之作，有德有化，有用有变，变则

邪气居之”，“五疫之至，皆相染疫，

无问大小，症状相似”。《说文解字》

释：“疫，民皆病也。”疫病是四时兼

有的不正之气，其发病特点为：一

方之内，长幼相类，症状相同。[2]论

述的就是六气不应五行时发生大

病、疫病的情况。

从相关报道分析，导致本次新

冠肺炎的病毒属于SARS冠状病毒

的同类。从疫情造成的强传染性

和死亡人数看，可以把这次的疫气

归为一种特殊的邪气，是天地阴阳

二气不交，六气不应五行之变的特

殊产物，不属于风、寒、暑、湿、燥、

火六邪的一种。历史上，明代吴又

可提出了“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

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

异气所感[3]”的观点，论述的就是这

样的情况。

2 己亥岁末脾湿木郁状
态严重，是疫病易传染

的内因

2019年岁末，脾土到达最虚弱

的状态，按照天人相应的理念，容

易在人体形成脾湿、肺寒、木郁、心

弱、肾虚、营卫不固的复杂情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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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状态下最容易被疫气入侵

而发病。从大的地域来讲，中国处

于大陆的东侧，五行属木。湖北处

于中国大陆的中部地区，武汉号称

九省通衢，从这一方面也可以看

出，武汉的地理位置处于中国的中

部地区，正好处于脾土的位置，脾

湿状态相对严重。从湖北气象局

官网收集到的关于武汉 2019年下

半年以来的气候情况如下。

2019年 7月 20日以来至 11月
底，以武汉为首的鄂东地区气温较

常年同期偏高，造成该地区发生近

40年来最为严重的伏秋连旱。11
月 23日之前，气温大多徘徊在 6℃
到 20℃之间，11月 24日之后连续

阴雨天气，气温下降到2℃到6℃之

间。2019年11月份武汉地区总体

气候特点：平均降水量减少 2成，

气候起伏变化较大。上旬天气干

旱，气温较往年偏高，中下旬出现1
次强冷空气和 2次寒潮，下旬则出

现轻中度阴雨。全月晴天仅有 6
天，阴雨天气12天。紧接着12月1
日到 15日气温较往年为高，为少

见暖冬又无降雨，而12月下旬到1
月中间阴雨不断。2020年 1月湖

北省出现三次较大范围雨雪过程。

其中 12月 8日到 2021年 1月 31
日，仅有 3天完全晴天，而阴雨天

气多达 31天。月平均气温较往年

同期偏高 0.8℃；相对湿度偏大

8%，列历史同期第1位。在这样的

气候环境下，由暖冬突然降温骤变

为湿冷气候环境，脾脏最容易为寒

湿之邪所困。

脾主运化，枢四象。清代黄元

御著《四圣心源》以脾胃为中土、枢

纽，肝、心、肺、肾四藏为四象，故土

枢四象亦名为以中土为枢、以脾胃

为枢的藏府模型，是《黄帝内经》脾

胃升降理论的发展。[4]《素问·刺禁

论》曰：“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

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

市。”土枢四象的脏腑模型可以描

述为如下模式：脾胃为土，居于中

央，心在上，肾在下，肝位于左，肺

位于右，呈十字坐标对称分布。其

图式表达如下图。

脾胃处于中心和枢纽地位，外

方为四象，居于四正之位，代表肝、

心、肺、肾四脏，随脾胃升降浮沉，

周流不息。脾湿会导致厥阴风木

之气克土不足，木郁化火；在泉之

气和终之气的客气少阳相火不能

生土，相火炎肺，加之脾湿不能生

肺金，从而出现肺寒、木郁、心弱、

肾虚、营卫不固的复杂局面，是造

成疫情大规模爆发的重要内部因

素。《素问·六节藏象论》曰：“变至

则病，所胜则微，所不胜则甚。因

而重感于邪则死矣。”《素问·六微

旨大论》曰:“亢则害，承乃制，制则

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

病。”就是说如在某一时令出现的

反常气候，为当旺之气之所胜者，

则其病轻微；若为当旺之气之所不

胜者，则其病深重；而若同时感受

其他邪气，就会造成致人死亡的重

大疾病。

3 从运气学说角度分析
推演，脾湿木郁状态将
会在清明节后明显缓解

现在步入了 2020庚子年。按

照五运六气学说推算，岁运是金运

太过之年，主气初之气厥阴风木，

司天之气少阴君火。这一年是气

克运,气盛运衰，此谓天刑，为不相

得之岁。下面从月份来具体分析。

庚子年戊寅月（2月 4日~3月
4日），戊土生庚金，戊土被坐下寅

木所克，年支子水泄庚金，年干庚

金克月令寅木，岁运金运太过克

木，初之气厥阴风木克土，司天之

气少阴君火克金，初之气客气太阳

寒水克火，虽厥阴风木和少阴君火

相合，但整体仍为五行互相刑克。

春天木气不能顺利生发，金寒水

冷，脾湿木郁状态只能得到缓解，

难以恢复五行之气正常流通状态。

庚子年己卯月（3月 5日~4月
4日），己土生庚金，己土被坐下卯

木所克，年支子水泄庚金，年干庚

金克月令卯木，岁运金运太过克

木，初之气厥阴风木克土，司天之

气少阴君火克金，初之气客气太阳

寒水克火，虽厥阴风木和少阴君火

相合，但整体为五行互相刑克，春

天木气仍不能顺利生发，五行之气

仍流通不利。但随着春天木气的

生发，天气逐渐转暖，脾湿木郁状

态会明显缓解。初之气的时间是

到春分，也就是阳历3月20日。在

这之后进入二之气，二之气的主气

少阴君火，客气厥阴风木，司天之

气少阴君火，此时客生主，气得而

合，脾湿木郁的状况会得到显著缓

解，疫情也会明显减轻。从地域来

看疫情消散的顺序，我国东方地区

属木，北方地区属水，南方地区属

火，整体看都有利于木气生发，疫

情也应该是相对于武汉地区要轻

一些，疫情的消散也应该是自东向

西逐步消散，湖北以外地区率先缓

解，武汉作为脾土中位，是最后消

散的地区。

接下来进入庚辰月（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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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年干庚金与月干庚金同

气相求，月令辰土生庚金，加之岁

运金运太过，对木气生发仍有很大

压力，但年支子水与月令辰土半合

水局，水有利于木气生发，加之二

之气主气少阴君火和司天之气少

阴君火一致，火克金，二之气客气

厥阴风木生少阴君火为相合，木生

火火克金，火气有可以燥湿土，天

地相合，木气得以生发，五行之气

可顺利得以流通。也就是说，在这

个时间段，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有利

于治疗新冠肺炎的时间窗口，如果

把握得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把疫

情消灭。

值得提出的是，庚辰月之后是

辛巳月、壬午月、癸未月、甲申月、

乙酉月、丙戌月、丁亥月、戊子月，

连续 8个月都是天克地冲，如果疫

情不能在庚辰月消除，那么很有可

能在后面出现反复。目前，新冠肺

炎疫情已经在欧洲蔓延，情况不容

乐观。在五行方位属性上，中国大

陆属木，东北亚属水，南亚、东南亚

属火，都是相对有利于疫情控制的

地区，发病也应该以轻症为主。但

欧美位于亚欧大陆的西侧，五行属

金，木气相对来说要弱很多。同

时，由于地域的不同，欧美地区的

新冠肺炎应该和我国的有差异，症

状上会略有不同，对肺的攻击可能

会更强。从庚子年五运六气看，全

年金运太过，少阴君火司天，火克

金，二之气客气厥阴风木主气少阴

君火，三之气客气少阴君火主气少

阳相火，四之气客气太阴湿土主气

太阴湿土，五之气客气少阳相火主

气阳明燥金，可以看到不是天克地

冲就是湿土作祟，五行之气不得流

通，要一直到己丑月，天地五行之

气才可以得到流通，疫情防控不容

乐观。

4 疫情因天地阴阳不交
而生，将随天地阴阳和
合而去

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提出，瘟

疫与伤寒完全不同。伤寒是由于

感受天地之常气而致病，而“疫病

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是“感

天地之异气”而致病。这种异气，

吴氏命名为戾气。他还明确指出，

“戾气”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与

接触，由口鼻进入而致病。《温疫

论》中还指出戾气有特异性，只有

某一特异的戾气才引起相应的传

染病。 [5]具体到本次新冠肺炎来

说，气候的异常造成了新冠病毒适

宜生存与传播环境，加之感邪者普

遍存在脾湿木郁的状态，才造成了

武汉地区大面积的感染。如果在

其它正常时间，病毒脱离了这样一

个生存的环境，不适合在空气中生

存和传播，则病毒的感染性会明显

降低，病毒感染的个体或将为个

例，而不会大面积迅速扩散。《素

问·六微旨大论》曰：“上下之位，气

交之中，人之居世。故曰：天枢之

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

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

之。”也就是说天气居于上位，地气

居于下位，上下交互于气交之中，

为人类所居之处。又说：“天枢以

上，天气主之，天枢以下，地气主

之；在气交之处，人气顺从天地之

气的变化，万物由此而生。”当天地

五行之气归位，适宜病毒生存的环

境消失了，疫情也就不存在了。

综上所述，这次武汉地区最先

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外因是天地

阴阳二气不交产生的疫气的侵袭，

内因是气候导致的机体脾湿木郁

状态。从运气学说分析，庚子年初

之气（3月20日）之后交二之气，五

行之气基本归位，五行流通恢复顺

畅，脾湿木郁状态缓解，历三候至4
月5日气机升降归位。据此推测3
月 20日后，中国大陆新冠病毒的

传染性和传播速度将大大降低，至

4月 5日后，武汉地区的存量患者

将得到快速治愈，疫情也将基本得

到缓解。国内疫情的防控将转到

防范输入性病例为主。至于海外

疫情的扩散，很可能会持续到己丑

月，时间窗口就已经进入 2021
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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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再判手足，补虚泻实，方能有

效，不可犯虚虚实实、手足不分

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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